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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新 媒 体 遇到 老 龄 化
本报记者 刘 峣

当 新 媒 体 遇到 老 龄 化
本报记者 刘 峣

学用微信与孩子沟通，在朋友圈里晒出旅游的照片；学会用打车软件；用二维码购买
优惠公园门票……近日，在上海，一个名为“新媒体小灶”的公益课堂吸引了不少老年人
的参与。对于用手机来进行社交、阅读、网购，白发一族兴趣十足。

事实上，随着新媒体的普及，老年人早已不再单纯地同“传统媒体的受众”画等
号。新媒体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他们的媒介使用习惯；借助新媒体，他们也在享受着
全新的生活方式。

当新媒体时代遇到老龄化社会，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① 老年网民稳步增长

据第 35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显示，
截至 2014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6.49 亿。其
中，60岁及以上的网民比例从2013年的1.9%增长到
2.4%，而在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0.7%。

这意味着，我国60岁以上的网民已经从2011年
的近 360 万人，增长到超过 1500 多万人。报告认
为，此情况一是由于网络接入环境日益普及、媒体
宣传范围广泛，增加了中老年群体接触互联网的机
会；二是人口的老龄化。

到 2015 年，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已经超过两亿。
老年人一直都是媒介使用的重点人群。由于闲暇时

间较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渠道减少，媒体便成为其
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尤其是使用门槛较低的电视
最受欢迎，有调查显示，一周7天内老年人几乎每天
都会看电视，有一半的时间会读报纸。

一方面是基数的提高，另一方面是随着宽带网
络和智能手机的普
及，新媒体变得越
来越平易近人，老
年人“移民”新媒
体的规模也因之逐
步扩大。

② 给老年网民画张像② 给老年网民画张像

哪些老年人在使用新媒体？2010 年，北京大学
的一项研究显示，最先接触并使用新媒体的老年人
有以下共同的特征：年龄较低，视力较好，拥有较
高的文化水平，经济条件较为富裕，能够承担起购
买电脑和手机的费用。

从调查结果可见，受制于身体素质、文化水
平、经济条件等条件，享受互联网所带来的便利，
暂时还只是一部分老年人的“特权”，其余的老年人
在新媒体面前还属于“弱势群体”。

有学者指出，因为需要投入较多的注意力和体力
到海量的网络中“主动”获取讯息，相比于电视提供的
不假思索即可完成的“被动式娱乐”，老年人对网络并
没有形成很强的“依赖性”。这使互联网更像是老年人

生活中“锦上添花”的
部分。因此，互联网的
发展可能并没有缩小
老年人与年轻一代之
间的“数字鸿沟”，甚至
可能扩大的“代沟”，增加了“孤独感”。

不过，我们对此并不必太过忧愁。从“他山之
石”来看，这些问题可以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
和发展逐渐得解。

例如，据美国调查机构调研发现，美国老年网
民数量已经接近全部网民数量的1/2。老年网民的互
联网使用时长仅比电视少 30分钟；使用社交媒体和
网购的老年网民比例也有近50%。

③ 家人成为触网向导

乐观的估计也来自现实的期望。一份来自上海
的调查显示，老年人愿意尝试新媒体，也愿意使用
融合性的媒介。

而在这一尝试和接受的过程中，家人往往充当
了“向导”。当子女把一部新的智能手机摆到父母面

前，当微信上随时随地的
交流拉近了距离，当网络
视频丰富了年迈父母的生
活——新媒体对于家庭的
意义凸显无余。

专家认为，通过物质支持、技术反哺、情感
激励和心理支持等方式，家人成为促进新媒体在
老年人群中普及的关键角色。晚辈对老年人进行
新媒介素养“技术反哺”并通过虚拟空间的互动
进行“精神赡养”，正成为现代中国人尽孝的一种
方式。

而对于老年人群自身，新媒体也能够提高老年
人的媒介素养，帮助他们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提升
自我认同感和幸福感，保持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的
能力。

④ 多措激活老年群体能量

如何让老年人成为
新媒体的使用者和参与
者 ？ 综 合 现 状 与 经 验 ，
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通过新媒体重
塑丰富多彩的老年人形象。加强对老年人的报道，
让老年网民从兴趣开始，进入新媒体的探索之路，
为开展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创造社会氛围。

二是帮助老年群体了解新媒体的智能化、人性
化功能。新闻和视频客户端对于新闻获取和娱乐的
意义，手机地图对于出行的意义，网络支付对于资
金保管和网络购物的意义，社交软件对于社会交往
的意义……这些晦涩难懂的概念，都需要通过“场

景”中的具体展示，才能让老年用户真切地感知、
真心地喜爱、真正地会用。

三是面对农村与城市、男性与女性在新媒体使用上
的差距，多办一些像“新媒体小灶”这样的培训和辅导，
填平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
够平等地沐浴新媒体的“阳光”，实现自我发展。

四是拓宽新媒体的“老年人专用道”，提升老年
人寻找信息、使用信息、提供信息的能力，为他们
发表观点、建言献策提供便利。

最后，不要低估老年群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能
量。由于其年龄与阅历，老年群体一旦熟悉了新媒
体的环境，就能够在其中贡献智慧和经验，在参
与、接触、使用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能力。

本报电 7月 21 日下午，2015 年
两岸互联网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约
500 位两岸互联网人士围绕“打造两
岸‘+’平台，开启众创新时代”这一主
题分享创业心得与创新经验。论坛
上，两岸青年如何践行“互联网+”的
创新理念，打造新的创业模式，成为
海峡两岸互联网人的共同话题。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
出席论坛并致辞。他在致辞中肯定两
岸青年创业势头非常好，同时指出，
这只是刚刚起步，仍有几个问题要解
决。首先，青年创业必须是开放的，要
有国际合作。青年创业者要和各个国
家的年轻朋友交流，“知道南非的年
轻人在想什么，美国的年轻人在想什
么。”其次，青年创业还需要得到金融
方面的更大支持。

陈德铭认为，上述条件如果能
在“互联网+”的过程中加以推动，

“一定能给我们带来很大启示。”他
还充满信心地表示，希望未来几年
全国能有几十个、上百个两岸青年
创业平台，“我们正在这样做”。

据悉，上百家来自台湾的互联网
企业参加了此次论坛。台湾 Pchome
网络家庭国际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詹宏志在论坛现场接受海外网
记者采访，他感叹大陆互联网事业发
展速度之快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之“大
胆和进取”，同时坦言，台湾互联网发
展已经进入一个相对迟缓的阶段，不
再“跑马圈地”。不过在詹宏志看来，
这恰恰塑造了两岸互联网各自的优势，让青年创业者可以彼
此借鉴与合作，“彼此多看对方的故事，启发还是很多的。”

詹宏志分析，互联网在大陆是当红产业，国家鼓励互联
网和其他行业结合，也就是“互联网+”。在台湾，互联网产业
没有得到如此多的目光，台湾青年创业者在寻找资源和投资
方面都比较艰苦。但是，詹宏志也指出，艰苦促使台湾年轻人
在有限的资源里把服务创建成功。台湾互联网有很多细腻的
服务。大陆大型互联网企业发展告一段落之后，台湾的经验
就有了参考价值。

詹宏志建言，大陆提供的青年创业资源不少，但宣传的
力度有待加强。尽管来大陆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多是
本身对大陆互联网发展就很关切。“以中国大陆目前互联网
创业环境的优越，如果有更多台湾年轻人知道，我相信他们
会愿意来参与事业发展。”对于岛内一些“担忧人才流失”的
议论声，詹宏志直言，台湾人应该换个角度看问题，“争取人
才不是坏事，表示那里还有人才。台湾要思考怎么样创造一
个更好的环境，让这些人哪儿都不想去。”

论坛上，“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平台”正式启动上线，旨在
为两岸创业青年提供培训交流、项目对接、项目咨询等服务。
来自灵狐科技、首信易支付、台湾玉山银行、牛仔网、之初创
投、环信、台湾“良品严选”等两岸互联网业者也畅谈创业经，
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提供借鉴与服务。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由中国台湾网、中国互联网协会、台
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公会、今日新闻网、台湾网路暨电子商务
产业发展协会共同主办。 （作者系海外网主编）

本报电（记者刘峣） 在“互联网+”的大潮下，“智能骑行”正
成为自行车这一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近日，自行车公司
700Bike在北京首发了其四大系列城市自行产品：美术馆、百花、后
街和银河，其中的互联网概念引人关注。

作为国内首款具备互联网功能的自行车，700Bike在车把位置加
入了电子组件和屏幕，能够实现自动防盗预警、GPS定位、数据同
步等功能。通过配套的手机应用，还可以向用户提供更多的数据产
品和服务。

此外，700Bike 自行车也有不少“黑科技”，如内置自动变速
器、用防子弹的技术防钉子、用方程式赛车的材料做车架、巧妙设
计的h形后叉、用高级皮带替代链条、全球首款一体化屏幕等高端技
术等。

从去年开始，多家中国互联网企业布局自行车行业。业内人士
称，乐视、小米等公司的智能自行车预计也将于今年推出。

本报电 日前，由中国互联网新
闻中心、国资委 《市场观察》 杂志社主办、

中国网中国风尚频道承办的“幸福中国德行天下大
型公益活动暨惠民谷·幸福中国行”，在北京举行启动仪

式。
在发布会上，惠民谷居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嘉成表

示，惠民谷将充分运用“互联网+”模式和大数据的平台优势，努力打
造中国大型居民服务平台。在此次活动中，将与幸福中国大型公益
活动融合，走进全国多个社区。

据悉，该活动将通过为期3个月的网络调查，通过网友的
投票，从教育、就业、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遴选

出他们心目中的幸福家园。该活动将同时组织开展
幸福中国每月谈、幸福中国行和幸福中国

图片展等大型系列公益活动。

“惠民谷·幸福中国行”公益活动启动“惠民谷·幸福中国行”公益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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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S之后看韩国
——海外网记者赴韩国采访手记

董 博

首尔夜晚的街头表演。 朱 伟摄首尔夜晚的街头表演首尔夜晚的街头表演。。 朱朱 伟伟摄摄

首尔市长首尔市长 （（拿话筒者拿话筒者）） 亲自带队推介明洞亲自带队推介明洞。。
董董 博博摄摄

日 前 ， 为 重 振 受 中 东 呼 吸 综 合 征
（MERS）疫情影响而陷入低迷的韩国旅游市
场，韩亚航空组织开展了“步行明洞”活
动，并由首尔市长朴元淳亲自当导游，带领
中韩旅游行业负责人游览首尔著名购物街明
洞，此举引起当地民众一片欢呼，使一度

“冷清”的街头顿时充满活力。海外网记者全
程参与了此次活动，并用镜头记录下了
MERS阴影下的真实的首尔。

关键词一：信心

在明洞街头，朴元淳市长特意穿上正
宗的导游服，手拿电喇叭，担当起了 “一

日导游”的角色，亲自介绍首尔明洞的情
况。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受邀访问韩国
的近 40家媒体中，朴元淳专门接受了海外
网记者的采访。朴元淳告诉海外网记者：

“中国游客可以安心地来首尔旅游。”
韩亚航空曹圭英副社长在接受海外网记

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和民间机构协力开展此
次活动，旨在向更多人传达信心。赴韩旅游
的中国游客不要错过明洞。对于韩国旅游
业，我完全相信能够恢复疫情爆发前的繁荣
景象。”

关键词二：华人

MERS 疫情爆发后，对韩国当地华人
的影响也比较大。记者为此专程走访了首
尔华人生活密集的大林洞地区。

记者看到，目前绝大多数的华人商家
的生意都已恢复，街边的华人超市、水果
店、网吧和中餐馆都在正常营业，甚至个
别华人餐馆生意还很“火爆”。王记餐饮集
团的张加明会长说，现在首尔很多年轻人
会通过网络搜索当地的特色美食，“中餐的
麻辣香锅尤其受欢迎。”

关于华人的自我保护，韩国新华时报社
长曹明权告诉记者，疫情刚刚开始时，媒体报
道的情况比较严重，首尔市内商场购物的人流
稀少，甚至“地铁车厢都很空”。在韩生活华人
非常重视自身安全，“减少外出，减少聚会，勤
洗手……都是华人主动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三：期待

作为海外网记者，我此前一直在关注韩
国正在流行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此次第
一次访问韩国，尽管病情有所缓解，但心中
还是怀有几分忐忑。不过一到韩国，我悬着
的心便放了下来——所到之处，大街上、酒
店里、商场中、地铁上……并没有感受到任
何疫情的紧张气氛，除了个别老年人和少数
游客外，韩国当地人几乎都没有戴口罩的情
况，似乎韩国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干
扰。街头随处可见许多年轻情侣，吃路边
摊、喝啤酒，甚至还有艺人在街边唱歌弹琴
——现在的首尔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和担忧。

不过对于在明洞的商家来说，目前
MERS的影响还并没有完全消除，虽然几乎

所有的店面都打出折扣的信息，走进
店里消费的人却寥寥。记者在采访中
得到的普遍答复是，明洞“萧条”的
原因是“中国游客少了”。一位在明
洞经营服装生意的华人吴先生告诉记
者，MERS疫情对于明洞商家的生意
影响还是很大的，“在明洞经营了10
年服装生意，从来没见过这么少的游
客。”“不过现在疫情稳定了，自己并
不担心未来的生意，现在看到陆续已
经有很多通过自由行来首尔的中国游
客，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旅行团来
到”。吴先生说。

（作者系海外网主编）


